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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詹伯惫

近十多年来。在汉语方言研究的领域中。<方言志>的编

纂堪称是异军突起．气势非凡。在某些省份．如山西、云南、

山东等等．<方言志>已是“批量上市”．出现在书架上．令人

有琳琅满目之感。<方言志)的大量出现。反映出地方志事业

的蓬勃发展．也显示出汉语方言工作的兴旺发达．大有作为。

历史上编修的许多地方志书，也常常可见<方言，的篇章，但

大都只是列举若干地方上常见的俚俗土谈。摆出零零星星的几

个方言词语罢了。现代语言学中”方言”的内涵．耍比古代学

者所理解的宽广得多，事富得多。只是到了20世纪最后这十

来年．当一股编修地方志的春风从上而下地在神州大地E遍地

刮起来时，有幸参加到“惨志”行列中来的语言工作者．才想

起有必要按照语言的实际来揭示方言面貌，阐明方言特点，为

此就得认真对待各地地方志中方言志部分的编纂工作。这些年

来．我们的方言学界．自然也就为此而忙碌起来．许多人都

“承包”起若干地方方言志的编撰工作来。

方言是一个完整的语言结构。调查研究方言．自然要兼顾

组成方言整体的各种语言要素：语音、词汇和语法。尽管每种

方言都离不开语音、词汇、语法，但如何描写、分析一种方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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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语音、词汇、语法，如何准确地揭示一种方言的真实面镜，

如何突出方言中的某些特殊之处，充分显示该方言的“个性”。

如何运用比较语言学的原理和方法．对方言和共同语。方言和

方言的异同进行阐述．如盘匕等等，决非那些未经严格专业训练

的人士所能胜任。而编纂出版各地方言调查专著，以及作为地

方志中<专志)的<方言志>，其质量如何．当然首先也要视

乎执笔者的水平如何了。能不能既遵循语言学、方言学的理论

方法。而又顾及地方志书的总体要求．无疑是衡量<方言志>

质量的一把准尺。众所周知．60年代出版的．(昌黎方育志>。

筏认为是现代汉语方言志中具有突破性意义的一部佳作。此书

正是在当代方言学权威丁声树先生和李荣先生的倡导和主持

下．组织中国科学院(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)语言研究所从事

方言研究工作的研究入员对昌黎方言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调查后

编纂出来的．它既是一个地点详尽的方言记录，也是一项方言

研究的优秀成果。80年代以来各地出版的许多<方言志)．尽

管详略不一．体例不一，但编纂者都有一个共识，就是要视乎

方言的实际。尽可能做到比较准确地反映方言的实况。揭示方

言的性质和特点。并列举一定数量能代表该方言实况的语料。

由于参加这一工作的多是从事语言研究的专业人员。受过较严

格的方言调查训练，写出来的<方言志>大都能够达到准确反

映方言面貌，勾画出方言特点来的目的。

在全国范围内．尽管<方言志>的编纂工作正在大踏步前

进．但各地的发展是很不平衡的。有的地方由于当地主管部门

和有关领导的重规．在语言工作者的努力下．对‘方言志>抓

紧不坟。‘方言卷>的编纂、出版工作也就能够顺利开展；反

之．有的地方由于主管部门和领导重揽不够．甚至认为<方言

2



志》可有可无，(Ty言志>的编纂、出版也就步履维艰，困难

重重了。拿我们广东来说，这些年来经济不断发展，地方志的

编纂也全面开展。已出版了不少县(市)的地方志。可是，作

为“专志”的(Ty百志>，迄今已编就刊行的仍寥寥无几，跟

山西、云南等省筒直不能据比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增城县(现已

改为县级市)的党政领导独具卓识．早在80年代就下定决心．

要组织力量编好反映增城语言面貌的<方言志>。十多年来．

在抓螺县志纂修的同时。特邀增城籍语言学者、华南师范大学

的何伟棠老师和王李英老师着力承担增城方言志的策划和编写

工作。鉴于增城兼具粤方言和客家方言两大方言．县方志办经

过研究协商。又决定不计成本，公两个分册来出版<增城方言

志>。何伟棠老师先走一步．早在1993年已出版了详细记录、

描写增城粤语的第一分册．接下来便由王李英老师来筹划编纂

这部记录、描写增城客家话的第二分册了。这两部著作约共

40万字。毫无疑问。增城粤语和增城客话的面貌通过这两部

方言志．是可以清晰地呈现在读者的面前了。值得一提的是：

这两本方言志所反映出来的一县双语的现象，在语言研究中．

从来都是相当引人瞩目的，也是语言学者很乐意花大力气来加

以探讨的。就以广东来说．粤东有兼具客家话和潮汕话(闺方

言系统)的地方．如我的家乡饶平县，还有丰顺县、揭西县

等．都是闽、客方言混杂的地方；粤北韶关地区向来也是粤、

客方言杂处之地．粤中、粤西同样都有许多地方又粤又客、粤

客并存。而珠江口上的东莞、宝安等地，更是典型的粤、客两

大方言交错地带。尤有甚者．中山一市竟是粤、闽、客三大方

言具备，各有地盘。和睦相处。对于这些双语双方言并行不悖

的地区。在进行方言调查时。自然是一方面分别对不同方言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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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如实的记录，一方面也留意到不同方言间盘珏何相互交融、相

互渗透，以至子如何出现“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”的局面。增

城粤语也好．增城客话也好。它们总是跟以广州话为代表的粤

语和以梅县话为代表的客家话存在着一定差距的。通过对增城

粤语和增城客话的调查研究，可以使我们进一步了解粤方言和

客方言的内部差异．从而达到更全面认识粤、客两大方言的目

的。就这个意义上说。‘增城方言志)每语分册和客语分册的

陆续出版，对于推动汉语方言研究工作的发展，无疑是有积极

作用的。记得好几年前周日健教授给我看他编纂的<新丰方言

志>，新车方言也属客家方言的范畴．但县内徐了颇具特色的

新丰客家话外．又有一种当时系属未定的“水源话”。这种话

由于明显存在着一些跟粤语相同之处(如客家话地区大都没有

的摄口砰Y、Y～韵)，有的入认为它是粤方言的一种。经过周

日健教授认真细致的分析，最后确定水源话是一种受粤方言影

响的客家话。解决了悬而未决的水源话归属问题。我是十分赞

赏这种面对语言现实，弄清语言系属的治学态度的。如果不是

在相互渗透、棚互影响的基点上来认真考虑某些双语或多语地

区的语言归属问题．恐怕就不大容易得出大家都能接受的结论

来。增城粤语和增城客话既然都有其鲜明的特色。又都有明确

的分界，它们的”身份”自然也就是毋庸置疑的了。何伟棠老

师和王李英老师对增城各地的粤语和客话所作的深入细致的调

查，如实地揭示增城粤语和增城客话各自存在的方言问相互影

响的闷题，有了这些翔实可靠的方畜记录，人们对增城方言的

整体面貌。也就可以得到明晰的印象。不会存在什么疑问了。

就拿增城客家话来说，王李英老师抱着对家乡的深厚感情．长

期以来致力于搜集县内两种客家话——长宁话和程乡话的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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料，一旦到了需要编写<方言志>时．这许多长年积累的语料

就可以充分发挥作用了，我们只要看看本书<导言)中的各

节，便可以体察到作者调查工作的深入细致。在<客家方言居

民点的分布>一节中．作者对全县2l万多客家人(占全县入

口39．2％)的居民点逐一加以列出，其中纯客家自然村91

个，粤客杂居的自然村73个．两者共有164个。而在<增城

客家话的内部差异>一节中，作者先就增城两种客家话——程

乡话和长宁话之间在声母、韵母、声调诸方面的差别分别逐项

列出。其间我们可以看到不少确属与众不同的特色。如古微母

字今程乡客家话中不少保留双唇鼻音m一，这跟当今粤语相

同，显然是粤语影响客语的结果．又如程乡话无撮口韵．无介

音u．而长宁话恰好相反．有介音U．有撮口韵。这似乎反映

出两种客家话在和县内粤语接触之下，都已处在不同程度的相

互渗透、相互影响之中。在弄清楚程乡话和长宁话这两种增城

客话的内部差异之后，接下来作者又进一步就程乡客话和长宁

客话的内部差异逐一加以列举。这样抽丝剥茧式地揭示方言内

部存在的差异。增城客家话的语音个性，也就可以一览无遗

了。还值得一提的是：这本<增城方言志>(客家话)在词汇

语法的叙述方面比之一般方言志来显得要详尽得多。特别是在

语法方面．作者对程乡客话的语法特点．从词法到句法列出了

14项之多。这和我们当前方言研究提倡要扭转只顾语音的

。单打一”偏向．把注意力多多投向揭示词汇、语法特点方面

中来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。

毫无疑问，由熟谙本地方言的增城学者王李英老师精心编

纂的这本‘增城方言志>第二分册．对于我们全面认识增城客

家方言乃至于认识整个客家方言．都具有重要的意义。通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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‘增城方言志>两个分册的先后出版．我们对增城全市城乡各

地的语言应用情况也将会有更多的了解。‘增城方言志>堪称

为增城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一件精品，也是广东语言学界不可多

得的学术研究成果。值此书稿付排之际，拉拉杂杂写上我的一

些感想，并向本书的作者表示我的祝贺和敬佩之意。我们殷切

期待着广东的。方言志”工作能够不断传来喜讯。不断跃上新

的台阶。

1997．3．20于暨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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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．导 言

第一节客家人迁徙人增的历史

根据新编(增城县志·人口卷>所附79姓氏364个村庄开

居筒况所载．较早期迁入增城的客家人是北，宋进七古成之的祖

父古全望家族，于南汉大有七年(934)从J．．东河源征伞懈和

古屋。在明代迁徙入增城的有邓姓居民． f：明弘治1‘四年

(1501)从福建汀洲迁至派潭围园；另一邓姓居民J：明IF德一

年(1507)从派潭草洞迁往小楼青径村。郑姓居民f明I卜德十

年从广西迁往派潭镇双头南兴村。潘姓居民于明嘉靖=十l_『q年

(1545)从广东新丰迁至派潭高滩上塘村和荔城镇棠厦村，，夏

姓居民于明嘉靖三十一年(1552)迁至荔城镇棠厦鸡心岭(来

、源不详)。郑姓居民予嘉靖四十四年从博罗大罗陂迁警正果Ijtf

湖滩。罗姓居民于明万历二十五年(1597)从新事迁争派潭罗

黄洞。朱姓居民于明万历二十七年从新丰沙田迁至派潭乍}JIi

曲。郑姓居民于万历四十三年迁至派潭犁头咀(来源不详)

另一郑姓居民于明崇祯十三年<1640)从嘉应州迁警小楼乌石

田。可见。明代以前已有客家人迁至增城居住，明代迁增开居

者渐众。

现存史籍中，最早记载客家人入增情况的是编予清康熙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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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K午<1686)能(燎斌县基)。其卷一<舆地’记载了一些

村落为英德人或英宁(处憋、长宁)人所居．这些村落便是客

家人居住的村落。现摘录如『?：

痰描捧 在疆文甜链}i、疑，绞p弭黠，绕铽二午有六：诬

F．今英德人居；陂下，今英德人瞒；百。仡林，今英德人居。

仓牛都 在增江之东。自陆村今老虎潍界．去县八十里。编

p≯q淹。镜村．i}有六：螽蹑。美鸶人筑瓢埔之。

合兰卜部 在县南_二十里。翁户十图。挽村四十有四：钟

『司．自．英宁人插居。

这些记载，不可能齐全。鼠客寡人多居佳在邀远比区．官

方雕以凋查。据新县志附录的开居资料及笔者的调查，在康熙

二’卜，￡年前迁人增城的居民还有：赖姓居民于康熙元年

(166Z)从英德迂基，i、楼黄及蛉。夏姓雉民于维熙四年从耘芊

迂至派潭儿产坑(柴厂)。温姓居民于同年从英德迁至派潭马

村。黄姓肼比于康熙五年从新丰黄屋角迁至派潭密石。温姓居

民{：壤陛j乙簪‘1670)状英箍I来自溺南)迂至派潭石忿妥与

高滩热水。邱姓居民于康熙九年从五华和平章山村迁至小楼江

坳赤岭。范姓『苦氏于康熙十年从紫盒迁至镇龙橱嗣。刁姓居民

予康熙十年坟况m垂迁至正聚刁韩丰寸。王姓墙琵于康熙枥年从

梅县松源迂至IF果马舞岭、布洞(旧称富洞)、珍珠町箨地开

居。赵姓居民于康熙十五年(1676)从新丰分别迁至派穗潮山

和高漳山枣坛。癸牲居民于同年从江西经紫金迁至荔城镬隔水

龙。练姓居民于康熙十七年从兴宁迁至荔城蚬壳陂。汤姓居民

于康熙t九年(t680)从新丰迁至抵潭车洞，蜃姓居民于康熙

二十一年从新聿迁至荔城沙广村。张姓居民予康熙二十四年从

曲江迁至派潭佳桐岭。可见清康熙初年进入增城的客家人已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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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多了。

编于乾隆十九年(1754)的<增城县志>卷三有(品族·

、、客民>一节．记载了客家人于明末清初入增的情况：“自明季

兵荒迭见．民田多弃而不耕。入版图后．山寇仍不时窃发，垦

复维艰。康熙初，伏莽渐消，爱谋生聚，时则有英德、长宁人

来佃于增。村落之残破者．葺而居之。未几．永安、龙川等县

人亦悄悄至。当清丈时，山税之占l；：浸广．益引嘉应州属县人

杂耕其间，所居成聚。而杨梅、绥拯、金牛三都尤多。”“各都

客民占居之地，旧志载有百花林、径下等十余村。自后错处峪

峒间．或十余户，或数十户。建约筑围，不下百余所。”该志

<区字·里廛>记载了客家人所居的村落：

庆福都 旧统村二十有六：百花林．客户；径下．客户；柯

岭。客户；峪尾，客户。今增村一：茶山。客户。

金牛都 旧统村三十有六：马辩。今多客户；新围，客户；迎

梅。客户。今增村四：⋯⋯⋯大寺坑．客户。

崇贤都旧统村十有九⋯⋯今增村十五：⋯⋯山口．客户；几

兴，客户；周田头，客户；大坑，客户；西坑。客户；丫髻山，客户；

新宁。客户。

杨梅都旧统村三十有四：碌下．客户。今增村八：⋯⋯钢壶

蛉，客户；百丈，客户l车峒．客户；玉枕拖罗．客户；蕉坑．客户；

梅峪．客户。

绥宁都旧统村二十有二⋯⋯今增村九：⋯⋯罗峒，客户；兜

谷岭。客户；朱盆园．客户。

清湖都旧统村三十有九⋯⋯熊罴岭．客户。今增村六：⋯⋯

庄子。客户；列石径．客户；白楼．客户。

合兰上都 旧统村四十有五⋯⋯钟冈。謇户。⋯⋯今增村七：

．．．⋯清塘．客户。
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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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母部旧统村二十有九：⋯⋯乌峒沙厂。客户杂詹；⋯⋯今

增村七⋯⋯长兴圈．客户；细山。客户；罗塘，客户。

绥福都旧统村四十有五：⋯⋯罗布蜩．客户；白木，客户杂

屠；古朗，客户杂居；郁甥．客户；朱冈．客户。今增村十四：⋯⋯

翟田。客户；九龙围．客户；麦村，客户；发昌．客户；焉山．客户；

梅园．客户；永安．客户；苍子．客户；大涵．客户。

根据新县志所提供的资料，在康熙二十五年至乾隆十八年

(1686--1753)间，迁入增城的客家人除上述所列之外，最少

还有：黄姓居民于康熙二十九年(1690)从紫金迁至朱村京

山。赖姓居民子康熙三十年分别从平远大柘乡迁至派潭灵山亚

口m和芹菜湖。陈姓居民于康熙三十四年(1695)从蕉岭县石

磷}乡迁至福和坳头村。林姓居民于康熙三十九年(1700)从福

建经惠烈迁至永秘厅暖鼠。郑姓居民于康熙蹬十年从媾罗柏塘

(来自兴宁)迁至荔城镇田心围。另一郑姓居民于康熙四十一

年从嘉应州迁至小楼竹坑上塘。马姓居民于康熙四十四年从兴

宁迁至荔城镇西双蛉。邹姓居民于霭年从福建迁至中薪径贝。

钟姓居民于康熙四十五年从梅县迁至镇龙旺村。邹姓居民于康

熙五十·年(1712)从博罗(来自长宁)迁至派潭刘家邹屋。

谢姓居民于康熙五十三年跌紫金迁至中新光墩村(今疆集丰)。

另一钟姓居民于康熙五十三年从兴宁迁至福和塘尾村。彭姓居

民于康熙五十四年从紫金县迁至荔城镇彭屋。巫姓居民于康熙

五十五年从梅县迁至镇龙九龙围。石姓居民于康熙五十五年从

兴宁迁至派潭何大塘。阵姓居民于同年从新车(来自南昌)迁

至荔城镇大步口。罗姓居民于康熙五十七年从紫金迁至宁西百

湖。何姓居民于康熙五十九年(1720)从惠州迁至荔城亭子

岗。另一王姓居民于康熙六十年从梅县松源(来自福建)迁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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